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6年1月9日 星期六 走进博物馆

《巴黎茶花女遗事》

〔法〕 小仲马著，林纾、王寿昌合
译，长沙王运长书局 1901 印行。一级
品，唐弢家属捐赠。

林纾是中国翻译文学大家，《巴黎
茶花女遗事》 是他 1899 年根据从法国
留学的王寿昌口述而翻译的第一部作
品。这部译著问世后，犹如一扇洞开
的窗户，让晚清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
西方的文化与人生。这册由长沙王运
长书局发行的木刻版本，是较早的版
本之一。

《春梦》

巴金 1928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 《春
梦》 残稿，此即 《家》 的雏形。巴金
捐赠，一级品。

《春梦》是巴金1928年在从法国回
国的船上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残稿。
最初他想“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
接连遭受不幸而毁灭”的故事。回国
后，他跟大哥李尧枚谈到这篇小说，
大哥很支持，并认为“我家的历史很
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1933 年，
根据 《春梦》 重写的长篇小说由开明
书店印制单行本时正式定名为《家》。

《夕阳》

茅盾代表作长篇小说 《子夜》 手
稿。韦韬捐赠，一级品。

1931年2月茅盾开始写作这部长篇
时起名 《夕阳》，是想讽喻国民党日趋
没落的光景，后来出书时才改为 《子

夜》。“夕阳”前面是漫漫黑暗，“子
夜”之后黎明将不再遥远。这部手稿
逃过了上海“一·二八”战火的劫难，
可以说是个奇迹。除此之外还有 《记
事珠》《〈子夜〉 写作大纲》《〈子
夜〉写作提要》，标出人物、事件、故
事、情节、小说发展脉络。从中可以
了解茅盾创作思路的演化形成。

《四世同堂》

老 舍 代 表 作 长 篇 小 说 《四 世 同
堂》手稿，老舍家属捐赠，一级品。

1944 年初，老舍在北碚开始创作
百万字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他说：

“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
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这决心支撑着他
克服贫困和病痛，连他自己都说：“这
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一直到
1948年他在美国才完成此稿。

《蛙声十里出山泉》

齐白石，作于 1951 年，国画，老
舍子女捐赠，一级品。

老舍一生爱画，和许多大画家是
好朋友。1951 年，老舍以查初白的

“蛙声十里出山泉”向齐白石求画，老
舍在求画的同时主动提供了绘画的构
思，关于怎么画 《蛙声十里出山泉》，
他写道：“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
而蛙声可想矣。”齐白石得到命题后按
老舍的提示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
有奇妙构思的绝品。这幅作品因文学
而生，是按古人诗家的名句而成画
作，是文学和绘画的完美结合。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 80周年，也是鲁迅博物馆成立
60 周年。新年伊始，我们走进鲁迅博物馆，瞻仰先生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傲骨，体会先生“俯首甘为孺
子牛”的赤子之心。

曲径通幽：每天参观的人不少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 19号
的鲁迅博物馆，自从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以来，每
天都会接待中外参观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仰慕鲁迅
先生之名，特意前来探访。正在博物馆门前执勤的保安
小陈，自豪地告诉我们：“别看这儿的位置不算显眼，但
每天来参观的人可真不少。到节假日就更多了，家长带
着小朋友前来参观的特别多。”

鲁迅博物馆是我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主要担负
着鲁迅遗著遗物的征集与保管、鲁迅研究与研究生培
训、鲁迅文化的宣传与展示等任务。博物馆的主要参观
区分为“陈列厅”“鲁迅故居”和“鲁博书屋”。

陈列厅里主要展出了大量内容详实的文献资料。包
括鲁迅的大量手稿、生平史料、藏书、藏画、藏碑拓
片、藏古代文物、藏友人信札，以及鲁迅著、译、辑、
编著作版本和鲁迅研究著作版本、新旧期刊等等。

鲁迅故居则保留了鲁迅先生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
间，在北京阜成门城墙边居住的四合院原貌。院子布
局、房间陈列都一如从前，仿佛推开书房门就能见到先
生，与其对话一般。

鲁博书屋主要出售鲁迅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字画等，是鲁迅文学爱好者的福地。

生平陈列：详细回顾鲁迅一生

走进鲁迅博物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白色的鲁
迅先生半身塑像，手握钢笔，表情坚毅；塑像前面有一叠石

雕的鲁迅先生手稿，朱笔批注，字迹清晰，条理分明。
穿过庭院，首先来到陈列厅。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组

吊灯，上面镌刻着一组镂空的字，是与先生生平文学活
动相关的关键词：“奔流”“野草”“萌芽”“呐喊”“北
斗”等等，像一本本打开的书，引领我们走进鲁迅先生
的一生。陈列厅按照时间、地点的顺序，通过详实的文
献材料回顾了鲁迅先生的一生，每个人生阶段都配以大
量的图文以及实物资料。鲁迅先生的毕业证书也被完好
地保存在这里，如矿物铁路学堂的毕业执照，日本弘文
学院的毕业证书等。令很多游客感兴趣的，还有鲁迅先
生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排名表。展出这些先生学习时
的点滴细节，让观者都感到与先生又亲近了些。

据讲解员介绍，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图书等有9.7
万余件，这些珍贵的藏品，经过几代保管人员的辛勤努力，
不仅保存完好，并且还建立了数据库进行信息化管理。

鲁迅故居：“馆中馆”睹物思人

鲁迅先生曾在1923年12月购买过一处房产，隔年春
天亲自设计改建了一座四合院，这便是今天的鲁迅故
居，被称为鲁迅博物馆的“馆中馆”。这也是鲁迅在北京
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

走进鲁迅故居，仿佛时光倒流，将人们带到了鲁迅先生
以笔做投枪的岁月。这座精巧的小四合院中，有两株鲁迅当
年亲手栽种的白丁香树。树虽已年过九旬，却依然健朗挺秀。
南北房各有3间，东西房各有1间，近百年的时光过去了，这座
故居中的一切都保存完好，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北屋中，有一间房后，凸出了一块面积约8平方米的
空间，被称为“老虎尾巴”，这儿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
有一张普通的三屉桌，放着高脚煤油灯、“金不换”毛
笔、砚台、文具……摆放如昔，令观者睹物思人。东面
的墙上，正对书桌，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照片背面有
藤野先生亲题的“惜别”二字。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 等文集和 《彷徨》
《坟》《朝花夕拾》 中的部分文章。鲁迅曾幽默地将“老
虎尾巴”称为“绿林书屋”，来调侃自己犀利的文风。

从屋中陈设来看，鲁迅当时的生活是很简朴的，与其
同时代的作家许钦文曾回忆道：“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
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
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
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安逸的生活。”

“收获颇丰。”张先生在参观后对记者说道，“参观这
样的博物馆十分有意义，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学巨匠的力
量，还让我们感受到了鲁迅先生生活中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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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文学氛围。红白相间、蓝色屋顶的建筑群
高低错落，典雅庄重。正门前的影壁上，镌
刻着建造文学馆的倡议者巴金先生的话：“我
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
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
们，教育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
洁，对别人更有用。”

走在绿树掩映的园林中，会与各位令人
敬仰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雕像不期而遇，
他们或在低头沉思，或在仰天呼唤，或坐在
一起交谈。文学馆的门把手，是巴金的手模。
A座展厅的3个门上有巴金、冰心、叶圣陶题
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外墙的花边采用
郭沫若诗集《百花齐放》的配图。

中国现代文学馆自 1985 年建馆至今，
已经走过 30个春秋，如今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文学专业博物馆，面积4万平米，藏品
80 余万件，馆藏条件世界一流，它的中西
结合、园林风格的建筑设计还获得中国建
筑设计鲁班奖。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所
说：“每个走进文学馆的人，当他们与巴金
手模相握的那一刻起，心中就会有一种触
动，他们心中的美好情愫以及神圣而超越
的情怀就会被唤醒。对文学馆来说，这就
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文学馆不仅是
一个物质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文化高地，还
应该是一个净化心灵、唤醒人文情怀的神
圣殿堂。”

新建成的C馆展厅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展”，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现当代文学展，展出作家达
2000 多人，手稿原件和初版本图书 600 多件，图片
4000 多张。时间跨度从 19 世纪末一直延伸到新世
纪，分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前奏”“五四文学革命”

“左翼和进步文学的崛起”“战火洗礼中的文学”“社
会主义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迈
入21世纪的文学”七大主题展区。

据吴义勤介绍，这个展览呈现了完整的文学史
脉络，对中国百年文学的主要思潮、流派都进行了
系统的展示；无论是进步作家还是非主流作家，无
论是纯文学作家还是通俗文学作家，都从文学史的
意义进行展出；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展
示，甚至先锋文学、新生代作家、青春文学、网络文
学等最具当下性的文学现象也都得到了展示。还重
视了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的介绍。

展览手段有实物、音像、电子触屏等。如对
“五四”文学发生的情状进行了原生态还原，北大
红楼、鲁迅的老虎尾巴胡同故居、郭沫若故居的
现场复制极具特色。巴、老、曹三大家陈列室、
茅盾故居、左联成立大会现场等极具看点。延安
窑洞、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等都很有视觉冲击
力。21 世纪的文学则以多媒体和图片投影、视频
播放为主，宏观呈现了新文学现象与文学态势。

文学馆展出的所有珍贵文物都是作家及其亲
属免费捐赠的。老舍的 《四世同堂》 手稿是国家

一级文物，而老舍珍藏的齐白石的 《蛙声十里出
山泉》 等名画更是堪称国宝。茅盾 《子夜》 的手
稿以及巴金、冰心、萧军、刘白羽等大家的珍品
都无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在开馆时把
自己的稿费也捐赠了。梁斌的 《红旗谱》 手稿上
世纪 80年代就有西班牙收藏家要以百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收购，但梁斌一口回绝，毫不犹豫地捐给了
文学馆。诗人王辛笛不仅捐出了全部手稿、书信及
藏书、字画等，而且连同泡黄梅酒的坛子也捐出了。
唐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当代最大的藏书家之一，
1992年，唐弢的家人将其全部藏书 4万册捐赠给文
学馆，巴金说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半壁
江山。诺奖得主莫言将市场估值 400万的短篇小说

《苍蝇·门牙》手稿从拍卖场撤回赠给了文学馆。

呈现完整的文学史脉络

在 C 馆展厅展出的“台港澳及海外
华人作家捐赠展”，是文学馆为感谢海外
作家的捐赠而举办的一个临时展览。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文化交流不断
深入，文学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
的联系交往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海外
华人作家把他们的著作、手稿、书信、
照片等文学资料捐赠给文学馆，极大地
丰富了文学馆的馆藏。文学馆为此正倾
力打造“海外华人作家文库”，目前已建

好海外华人作家文库 13 个，捐赠文物文
献资料的海外华人作家有100多人，海外
华人文学社团及机构有20家。

此次展览分“台湾地区”“港澳地
区”“欧美地区”“东南亚地区”4 个部
分，展出了柏杨、林海音、朱秀娟、李
辉英、金庸、梁羽生、梁凤仪、周颖
南、李治华、周励等 60 多位作家以及部
分海外华人文学社团和机构捐赠的手稿
与实物200多件，版本图书1600多册。

这些展品的背后都有感人的
故事，柏杨先生不顾陈水扁到他
家里阻拦，把自己的全部文物文
献捐给了文学馆；梁羽生去世前
把自己用的棋盘、钢琴等文物文
献都捐给文学馆。台湾作家林海
音、痖弦等也把自己的文物文献
捐给文学馆，痖弦将自己的书和
藏品装了 50 多个集装箱从美国
寄回来。台湾“70 后”作家陈
文发把自己的海外签名书 8000
多册、影像光盘100多个都捐给
文学馆。

密切联系海外华人作家密切联系海外华人作家

吴义勤表示，如今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定位是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研究
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

文学馆在作家手稿、著作版本、译
本、书信、照片、实物、期刊等方面收
集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对作家整批捐赠
的文学资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
库近 140 个。手稿收藏有 2 万余件。冰
心、茅盾、巴金等作家把收藏的文人交
往的字画捐赠给文学馆，目前作家捐赠
书画近2000幅。

文学馆每年办几十个展览，文学活
动几百场；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
委员会、研究部和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
心 ， 吸 引 了 海 内 外 学 者 前
来；文学馆主办的 《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 是具有重
要学术影响力的权威期刊；
还设立了客座研究员制度。
每年聘任 10 个全国一流的青
年批评家，已经举办4届；对
外交流每年接待海外作家代
表 团 几 十 个 ， 每 年 与 台 湾

《文讯》 杂志举办海峡两岸青
年文学会议。

文学馆不收门票，有退
休大学教师、文学博士等作
为志愿者义务讲解，已成为
文学馆的一道风景。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多中小
学也组织学生前来参观。

自建馆伊始，文学馆一直坚持举办
星期日免费讲座，每两周一次，已累计
举办了 700 多场，为大众开启了走近作
家、走入文学的大门。

近年来，文学馆积极进行“作家版
本图书馆”“数字文学馆”“手稿珍品
馆”的筹建，正在国家支持下实现数字
化，对纸质的文本资料进行高精度扫
描，方便读者检索使用。

“设计新颖、设备现代化的中国现代
文学馆新馆，不仅仅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
史当之无愧的缩影和藏宝阁，还将成为
中国文学迈向新世纪，构筑更加光辉灿
烂明天的奠基石。”吴义勤说。

每年举办几百场活动

“绿林书屋”永驻“呐喊”人生
——探访鲁迅博物馆

李 贞 贾平凡 何雨桥

“绿林书屋”永驻“呐喊”人生
——探访鲁迅博物馆

李 贞 贾平凡 何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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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捐赠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

《巴黎茶花女遗事》

《蛙声十里出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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